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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本论文主要考察了 近 2 年间中国哲学领域中先秦儒学的研究

动向。因为笔者认为，先秦儒学可以代表整个儒学的发展全貌，而且与现代诸

多的社会问题也紧密相关。本文主要以 2005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0 月发表的学

术论文为对象，参考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研究评价团的基准来进行研究的。考

察的对象论文主要以学术振兴财团选定的正规刊物上的论文。尽管仅仅分析这

些刊物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们都是国内比较活跃的学会主办的刊物，

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国内学者的关心对象以及 新的动向。 

近国内学界对先秦儒学的研究具有两种相反的倾向。第一，以孔孟荀人

物为中心或者以他们的思想为主的论文占绝大多数。这可以说是沿袭了以往的

研究倾向。第二，尽管以人物为主或者以他们思想为主的论文占据强势，但是

从中寻找新的研究主题并且将其与现代社会的热点联系起来考察的论文数量也

在逐步增加。这说明了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必要性，它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

解决方案。而且，这在探求韩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性方面也具有很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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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现今全世界谁都无法否认“多文化状况”。所谓“多文化状况”，就是指在

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矛盾或者不可理解的问题时，有必要互相理解、沟通、宽容

的情况。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多文化主义当中，儒教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的现

实，也是该返回去的传统。近来儒教论坛，随着多文化主义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活

跃。但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摩擦，却使得儒教议题不那么简单。儒教的家长中心

制就是其中之一。儒教承认年龄与性的不同等级，不得不带有家长中心制的性

质，而这又是与现代民主社会相冲突的。 

尽管如此，儒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由于这一缘故，在韩

国必须活跃地进行开来。美国的韩国学者皮特森曾指出：“儒教作为哲学，是所

有重要礼仪的基础，是祖先对现在的人所说的话，会继续承担着其重要作用。”

皮特森的这句话恰好说明了韩国和儒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在韩国社会里，儒教不

仅对日常生活，而且对学术界以及社会的整体都发挥着巨大影响。虽然儒教对韩

国文化的影响并非都是肯定性的，但是为确保我们的本体性，通过对负面的反省

和扬弃，儒教谈论应得到更活跃的开展。 

本稿只考察了近两年来中国哲学领域里先秦儒学的研究动向，以此来分析和

评价 2006 年至 2007 年先秦儒学研究的动向。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

儒学可以说代表了全部儒学，而且还与现代社会问题有关联。本稿主要以 2005

年 11 月到 2007 年 10 月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主要考察对象，还参考了儒教文化

研究所儒教研究评价团里所作出的评价标准而完成的。 

本稿以学术振兴财团所选定的刊物为中心分析了先秦儒学的研究动向。这是

因为分析专业学术刊物上登载的研究论文，是考察研究动向的重要方法。除此之

外，其他许多学术刊物也都记载有儒教研究，而且学位论文和书也在出版，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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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专业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不得不说具有很多局限性。但是，这些又都是韩国国

内学会的学术刊物，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国内儒学研究者现在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二、关于先秦儒学不同人物的研究动向 

 

在儒教研究里对先秦儒学的研究是讨论 多的领域。先秦儒学研究主要以人

物及其思想为中心而进行的，其中对孔子的研究 多，依次是孟子、荀子。 
 

（一）有关孔子的研究动向 
 

有关孔子的研究①，提得 多的主题是仁、学、义理、礼乐等，其中与仁和

                                                        
① 与孔子有关的论文如下： 

崔贞默，《孔子对人之为人的论辩》，载《东西哲学研究》第 39 号，2006. 03. 31。 
张胜求，《孔子仁学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中的伦理》，载《儒教思想研究》26 辑，2006.08. 30。 
沈炫燮，《对孔子礼乐思想的美的探索 》，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25 辑，2006.04.30。 
裴玉永，《孔子礼乐思想及其形成过程 》，载《东西哲学研究》第 38 号，2005. 12. 31。 
李在权，《孔子的教学思想》，载《东西哲学研究》第 39 号，2006. 03. 31。 
高在旭，《孔子社会思想研究》，载《中国学报》第 53 辑，2006. 06. 15。 
尹武学，《先秦儒家的君臣伦理以及“忠”的概念》，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48 辑，2006. 11. 

28。 
李相任，《对友的考察——以<论语>和<阿含经>为中心》，载《东洋哲学》第 26 辑，12. 12. 

31。 
金圣基，《怎样理解先秦儒学的本质》，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29 辑，2007. 08.30。 
金秉焕，《中庸以前对性概念的研究》，载《中国学报》第 54 辑，2006.12.15。 
黄熙景，《郭店出土的儒家文献的思想史上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载《时代与哲学》第 18 卷 

3 号。 
金在弘，《对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易哲学考察》，载《泛韩哲学》第 45 辑，2007.06.30。 
李章熙，《道德的运气 (Moral Luck)以及先秦儒家的命》，载《哲学论丛》第 47 辑， 

2007.01.29。 
李相殷，《原始儒家的形成以及本质的理念——以孔子的天人观和礼乐思想为中心》，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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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有关的居多。在现代社会里，孔子的仁的思想可以扩张为“照顾”的伦理，

人本主义等。所以说应该在多角度对仁进行广泛的讨论。有关“仁”和“人之为

人”的论文，有崔贞默的《孔子对人之为人的论辩》（《东西哲学研究》第 39

号）和张胜求的《孔子仁学的思维方式与时中的伦理》（《儒教思想研究》26

辑）。崔贞默讲孔子的仁，即人之为人的理论时，与当时的现实基础以及正名、

孝等观念结合起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脱离了以往对孔子仁的研究框架，与现

实社会里孔子的时代意识相结合起来，给我们提供了更活生生地接近人之为人的

机会。张胜求则认为孔子对“时中的伦理”下定义为：一方面尊重规范的精神动

机，另一方面又绝不拘泥于某一规范里， 随着时代状况灵活进行选择。而且还

从道德主义、实用主义、无为思维等三个思维方式出发解释了《论语》里孔子仁

学的多样性和复合性，通过考察这一思想怎样与时中的理论和伦理统合来探讨了

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这一论文并非将孔子的仁学只看作是道德主义，还从实用

主义和无为思想出发更加丰富了孔子的思想。从以上三种思维方式出发将孔子仁

学看作是时中的伦理，还考察了时中伦理的现代意义，从而打开了孔子思想在现

代活用的可能性。但是在讨论孔子仁学现代意义的结语部分里只提到了可能性而

已，如果这一部分得到充分补充，则会大大提高此论文的完整度和扩张性。 

对于孔子的礼乐思想，我想介绍沈炫燮的《对孔子礼乐思想的美的探索》

（《儒教思想研究》，第 25 卷）和裴玉永的《孔子礼乐思想及其形成过程》 

                                                                                                                                             
洋哲学研究》第 50 辑， 2007.5.28。 

朴均燮，《儒教的人格规定——孔子的立论，颜渊和宰我》，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0 辑， 

2007.5.28。 

安涌镇，《孔子义理思想研究》，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27 辑，2006.12.30。 

李京武，《道、德与孔子的仁学》，载《哲学研究》第 101 辑，2007.2.28。 

李京武，《“学”与孔子仁学》，载《东西哲学研究》第 43 号，2007.3.31。 

李京武，《礼与孔子仁学》，载《东西哲学研究》第 45 号，2007.9.30。 

郑在杰，《<论语>和脱近代教育的设计》，载《东洋社会思想》14 号，2006.11.30。 

李铉中，《<论语>的下学而上达与克己复礼为仁》，载《哲学论丛 》第 49 辑，200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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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哲学研究》，第 38 号）。沈炫燮试图通过绘事后素和兴观群怨来揭示

以礼乐为基础的孔子的美学思想。礼作为审美因素，是审美标准的尺度和节制的

典范，使人表现出 恰当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可以通过绘事后素来分析这一方

面。乐又可以使人心变得纯粹和明亮，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通过与他者的统

合来实现其审美的社会教化作用。这一点又可以通过对兴观群怨的分析来理解。

这里通过与礼、与乐的关系，分别说明了绘事后素和兴观群怨。可以说这种分析

相当新颖独特，说明绘事后素和兴观群怨的时候，相当仔细地应用了以往新、旧

多种注释，这些分析又十分具有逻辑性和说服力，而且比较通俗易懂地解释了较

难理解的美学思想，这些都是这篇论文的优点所在。 

裴玉永则认为，《论语》里集中表现了孔子的礼乐思想，代表了当时孔子的

意识，但并没有开展成具体的理论形式，所以对其的接近并不容易。在这里，通

过各种儒家经典和先秦时期儒学者的理论，寻找孔子礼乐思想的渊源，从而扩大

解释了孔子礼乐思想所具有的含义，更加鲜明地刻画出了孔子的时代精神。除此

之外，还有李在权的《孔子的教学思想》（《东西哲学研究》第 39 号）和高在

旭的《孔子的社会思想研究》（《中国学报》第 53 辑）等。从李在权《孔子的

教学思想》这一题目，也可以看出他是从非常广的范围介绍了孔子的教育思想。

对于教学相长这一孔子的主张，作者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关注孔子的教育哲学，提

示出了对孔子教育哲学新的接近法。高在旭在《孔子的社会思想研究》中非常仔

细地考察了孔子的社会思想基础，即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在这一基础上从多角

度接近孔子的社会思想，从而接触现实中孔子的样貌及其理论变得容易一些。尤

其根据孔子对现实的苦恼，摸索出其社会思想，从而使本论文的理论结构变得坚

实些。此外，还有李相殷的《原始儒家的形成与本质理念——以孔子的天人观和

礼乐思想为中心》(《东洋哲学研究》第 50 辑，2007.5.28)，朴均燮的《儒教

的人格规定——孔子的立论，还有颜渊和宰我》(《东洋哲学研究》第 50 辑，

2007.5.28)，安涌镇的《孔子的义理思想研究》(《儒教思想研究》 第 27 卷，

2006.12.30), 李京武的《道、德和孔子的仁学》(《哲学研究》第 101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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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8), 李京武的《学与孔子仁学》(《东西哲学研究》第 43 号，

2007.3.31)，《礼和孔子仁学》(《东西哲学研究》第 45 号，2007.9.30), 郑在

杰的《<论语>和脱近代教育的设计》(《东洋社会思想》14 号，2006.11.30), 

李铉中的《<论语>的下学而上达和克己复礼为仁》(《哲学论丛》第 49 辑，

2007.7.30) ，等等。 

 

（二） 对孟子的研究动向 
 

有关孟子的研究①，受瞩目的是人类本性论②，政治论③，生态论④等。对于

                                                        
① 有关孟子的研究论文如下： 
林宪圭，《对孟子-告子人性论争论的重新考察》，载《泛韩哲学》第 39 辑，2005.12.31。 
郑龙焕，《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与孟子的性善说》，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1 辑，

2007.8.28。 
黄棕源，《对孟子“行其所无事”原则和性论的生态哲学的接近 》，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0 辑，2007. 5.28。 
李宗雨，《对<孟子>君臣与君民权力与暴力的研究》，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1 辑， 

2007.8.28。 
李相昊，《孟子人际关系论的生态含义》，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1 辑，2007.8.28。 
严连锡，《先秦儒学道德的信赖观以及政治经世论——以孟子和告子的信概念为中心》，载

《东洋哲学》第 27 辑，2007.7.31。 
崔贞默，《孟子的理想政治论 》，载《大东哲学》第 40 辑，2007.9.30。 
② 林宪圭，《对孟子-告子人性论争论的重新考察》，载《泛韩哲学》第 39 辑， 

05.12.31；郑龙焕，《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与孟子的性善说》，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1

辑，2007.8.28。 

③ 李宗雨，《对<孟子>君臣与君民权力与暴力的研究》，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1 辑， 

2007.8.28；崔贞默，《孟子的理想政治论》，载《大东哲学》第 40 辑，2007.9.30；严连

锡，《先秦儒学道德的信赖观以及政治经世论——以孟子和告子的信概念为中心》，载《东

洋哲学》第 26 辑，2007.7.31。 
④ 李相昊，《孟子人际关系论的生态含义》，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1 辑，2007.8.28；黄棕

源，《对孟子“行其所无事”原则和性论的生态哲学的接近》，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0
辑，2007.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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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人性论研究，不仅探讨孟子的性善说，而且还探讨与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的争

论的内容。林宪圭的《对孟子—告子的人性论争论的重新考察》（《泛韩哲学》

第 39 辑）和郑龙焕的《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和孟子的性善说》（《东洋哲学研

究》第 51 辑）就是其例子。尤其是林宪圭的论文，从现代视角出发多角度地分

析了孟子和告子的人性论争论，很有意思。此论文首先从存在论和价值论的对立

观点出发探讨了对人性和仁义关系的比喻（杨柳和器具，浅滩和水流）是否恰

当。进而评价说告子的“仁內义外”和孟子的“义亦內”这些主张都缺乏一贯

性，通过多种哲学思潮来解释了其包含。 后还通过对《孟子》的分析来说明孟

子的人性范围，还表明了人性与人欲的关系。此论文的结论就在于指出现代物理

主义其实就是告子的人性论，这是人类的危机，有必要重新复兴孟子的人性论。

这里对难理解的孟子和告子的人性争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此论文不乏说服

力，还提示出缜密的论证，开展其主张。与一般的那种并没有提示出妥当的根

据，而只是片面拥护孟子的论文相比，这可谓是相当不错的论文。此论文的另一

优点还在于批评了西方中国学界对孟子人性论的多种主张以及西方心理哲学的主

流理论。 

对孟子的研究成为现代社会的话题，与此有关的论文主要都与生态学有关。

黄棕源的《对孟子的“行其所无事”原则和性论的生态哲学的接近》（《东洋哲

学研究》第 50 辑）和李相昊的《孟子人际关系论的生态含义》（《东洋哲学研

究》第 51 辑）就是其中之一。黄棕源从生态哲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孟子的“行

其所无事”原则及其性论的贯彻问题。在此论文中否定了破坏对象的认识和实

践，用肯定了依据对象本性无为和有为的辩证统一原则来说明“行其所无事”。 

依据黄棕源的理论，孟子在说明人性论的时候常举水、树、农作物等比喻，

这些所具有的生命性、成长、成熟有关的描述里很好地体现了孟子的“行其所无

事”原则，这揭示了生态文明的建构里认识和实践的根本原则。此论文通过恻隐

之心给现代生态伦理学开阔了新的展望。而李相昊则揭示出孟子理想的人际关系

的哲学特点，从而考察了原始儒家的生态学意义。他发现扩充四端这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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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来实现的孟子道德哲学结构与构建理想共同体的孟子的社会关系论的结构相

似，于是把焦点放在这一点上。即是说这里强调了依据“可能态”的扩充的关

系。此论文主张在家庭成员的范畴里把握社会关系里的人，通过扩充家庭伦理来

要求与他人交往，此论文试图通过关系哲学来解决现代社会所遇到的生态问题。

儒家哲学尤其是孟子哲学以理想的人际关系当作是重要的哲学主题，通过此可以

全面地参与到生态话题当中。 

与孟子政治哲学有关的论文有李宗雨的《对<孟子>君臣和君民之间权力与暴

力的研究》（《东洋哲学研究》第 51 辑），崔贞默的《孟子的理想政治论》

（《大东哲学》第 40 辑），还有就是严连锡的《先秦儒学道德的信赖观以及政

治经世论——以孟子和荀子的信的概念为中心》（《东洋哲学》第 26 卷）。李

宗雨区分了权力与暴力这两种概念，来说明下臣对君主的、君主对民众的、民众

对君主的权力与暴力。这时权力的正当性就在于仁义上。而崔贞默则以立论的根

据与实现方法、功效为中心来讨论孟子的理想政治即王道政治，从而开展了孟子

王道政治的现实意义。与依据武力来实现的霸道恰恰相反，王道是依据人本性内

在的仁义来实现的政治，这一王道政治的 终目标就在于构建出一个老百姓安居

乐业的美好的世界来。此论文还提到孟子所主张的王道政治的目的在于不忍人之

心，道德本性的拥有和以老百姓为根本的民本精神。 
 

（三）对荀子的研究动向 
 

与以往的对孟子的研究相比多少处于低潮的荀子研究，近来却变得越来越活

跃①。对荀子的研究主要是与自然观、正名论以及礼法思想等有关的，而这些都

                                                        
①有关荀子的研究论文如下： 
柳熙星，《荀子的自然观——以天人之分为中心》，载《哲学论丛》第 44 辑， 06.04.30。 
李  权，《对荀子正名篇的共名与别名的考察 》，载《中国学报》第 52 辑， 05.12.15。 
柳熙星，《荀子为何重视名称？》，载《泛韩哲学》第 40 辑， 06. 0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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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调人的能动性的荀子哲学的根本目标密切相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柳熙

星在《荀子的自然观——以天人之分为中心》（《哲学论丛》第 44 辑，

2006.04.30）里指出荀子的自然观就是荀子哲学的基础，荀子哲学的目的就在于

强调人的能动性而实现社会秩序。探讨荀子正名论的论文有李权的《对荀子正名

篇的共名与别名的考察 》（《中国学报》第 52 辑，05.12.15）和柳熙星的《荀

子为何重视名称？》（《泛韩哲学》第 40 辑），这里指出：荀子认为社会混乱

是从名称的混乱里产生的，其哲学的目的就在于纠正这些混乱的状况。李权还认

为荀子的哲学概念都与实质的外在有关，名称或者概念里都反映了社会的价值标

准，即共同体成员所要遵守的秩序。从他的社会思想当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

里承认每个社会成员的情况和能力，只有当他们尽自己的力的时候，政治才会变

得稳定，社会才会得到统合。虽然以往对荀子正名论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柳熙

星却从社会现实的角度以及认识作用的侧面来具体接近其理论，可谓扩充了对荀

子正名论的理解的幅度。尤其是在认识作用的方面，他提出了荀子正名论的逻辑

的整合性，确保了其理论的准确性，扩大了荀子哲学的价值。李源穆则在《荀子

礼法思想的现代意义》（《东洋哲学研究》第 44 辑，05.11.28）里试图在荀子礼

法思想里找出能解决现代法治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认为在法令的制定以及规制

的连续当中社会恶并非能断绝，所以说法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同时还认为

孟子的仁义思想虽然揭示出了恢复普遍本性的善的实践方案，但这些都是以处于

高度道德水准的圣人统治以及每一成员的同职性为前提，很难在现实当中实现。

为克制这些极端的问题，可以从仁义和礼法之中寻求中庸的荀子的思想里找出解

决基于西方思想的法制主义所具有的问题。此论文的优点就在于在仔细说明其荀

                                                                                                                                             
李源穆，《荀子礼法思想的现代意义》，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44 辑， 05. 11. 28。 
严连锡，《《荀子》自然和规范的分离与统合》，载《东方学志》第 139 辑， 2007 年 9 月。 
金秉焕，《荀子之礼治思想研究》，载《国际中国学研究》第 9 辑，2006.12.30。 
Kang Jiyeon，《Xunzi's Theory of Ethics and Universality Thesis from a Stand point of Virtue 

Ethics》，载《东洋哲学》第 17 辑，2007. 0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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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礼法思想产生的内容和局限性，还有就是很有逻辑地、简单明了地叙述自己的

主张。 

除此之外，还认为荀子的思想是在儒教和现代法思想之中处于中庸的思想，

从而发现其现代意义，可谓是非常新颖的。有些论文则从比较的立场出发对荀子

学说进行研究①，此外还有就是严连锡的《<荀子> 自然与规范的分离和统合》

(《东方学志》139 卷，2007 年 9 月)，金秉焕的《荀子之礼治思想硏究》，

(《国际中国学硏究》第 9 辑，2006.12.30)，Kang Jiyeon 的《Xunzi's Theory 

of Ethics and Universality Thesis from a Stand point of Virtue 

Ethics》(《东洋哲学》第 17 卷，2007.7.31)，等等。 

 

三、关于先秦哲学不同主题的研究动向 
 

关于先秦儒学的研究，除了对孔子、孟子、荀子及其思想进行研究以外，有

些还讨论了多种主题。与儒家经典有关的理所当然是《易经》研究居多，而近年

来先秦儒学研究动向的特点在于与道家哲学的联系当中探讨问题，在对先秦儒学

的重新照明或者重新考察的问题意识之下，探讨与现代社会话题有关的论文也非

常多，这也是先秦儒学研究动向中的一个特征。 
 

（一）先秦儒学一般的研究动向 
 

有关先秦儒学的论文②中，有些并非以某一人物为中心，而是通过一个主题

                                                        
① 郑龙焕，《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与孟子的性善说》，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1 辑， 

2007.8.28；严连锡，《先秦儒学道德的信赖观以及政治经世论——以孟子和告子的信概念为

中心》，载《东洋哲学》第 26 辑，2007.7.31。 
② 有关先秦儒学一般的研究论文如下：  
尹武学，《先秦儒家的五伦与父子伦理》，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47 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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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或者是以思想概念为中心进行探讨的。通过“父子有

亲”来探讨孔子、孟子、荀子思想，明确其思想的共同点和差异的论文有尹武学

的《先秦儒家的五伦与父子伦理》（《东洋哲学研究》47 辑，2005）和《先秦

儒家的君臣伦理以及“忠”概念》（《东洋哲学研究》第 48 辑，2006.11.28）。

《先秦儒家的五伦与父子伦理》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孟子五伦之一的父子有亲

进行详细的考证，还与孔子、荀子的“父子有亲”进行比较当中明确点明了孟子

父子有亲的内涵和意义。孔子和孟子都强调比起对父母的物质性的奉养，伦理的

义务更为重要，通过积善的问题，虽然荀子和孟子大不相同，但是与孔子的思想

却十分相近。此论文的优点在于：仔细分析了很多一手文献，围绕着父子有亲这

一主题，考察孔、孟、荀子的儒学思想的共同点和差异性。但是有些遗憾的就是

并没有提到先秦儒家的父子有亲这一理论对于现代社会家庭解体和危机的解决如

何贡献的问题。 

此外，李哲承的《先秦儒家的“和”思想的理论结构与现实意义》（《 东

洋哲学研究》，2006.05.28）以先秦儒家的“和”为中心，将《论语》的“和”

翻译成“和谐”，还将此看作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孔子在内的儒者们对现实所

提示的对策。孔子将“和”看作是天地运行的原理，又是产生生命体的根据，儒

者们不仅在生活当中要体现出来，而且还应运用于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解决上。虽

然“和”并非无矛盾，但是它又可以解决排他性的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所酿出的分

                                                                                                                                             
尹武学，《先秦儒家的君臣伦理以及“忠”的观念》，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48 辑，

2006.11.28。 
李哲承，《先秦儒家“和”思想的理论结构与现实意义》，载《东洋哲学研究》，

2006.05.28。 
金圣基，《怎样理解先秦儒学的本质》，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29 辑，2007. 08.30。 
金秉焕，《中庸以前对性概念的研究》，载《中国学报》第 54 辑，2006.12.15。 
金在弘，《对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易哲学的考察》，载《泛韩哲学》第 45 辑，2007.06.30。 
李章熙，《道德的运气 (Moral Luck)以及先秦儒家的命》，载《哲学论丛》第 47 辑， 

200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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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矛盾、争论、战争等问题。从宇宙秩序、音乐、政治社会现实等多种角度深

入分析传统儒家的“和”思想，尤其是在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当中分析得相当具有

说服力。 后部分还提到说在当代中国的政治领导者和知识分子们将传统的

“和”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思想指南，这给传统思想

的现代化提供了很多启示。 

此外，金圣基的《怎样理解先秦儒学的本质》（《儒教思想研究》第 29

卷，2007.08.30），金秉焕的《中庸以前对性概念的研究》（《中国学报》第 54

辑，2006.12.15），金在弘的《对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易哲学的考察》（《泛韩

哲学》第 45 辑，2007.06.30）等。还有就是将西方的主要哲学概念与先秦儒学的

概念进行比较的论文有李章熙的《道德的运气（Moral Luck）和先秦儒家的命》

（《哲学论丛》第 47 辑，2007.01.29）。 

 

（二）探讨老子哲学与先秦儒学关系的研究① 
 

近年来先秦儒学研究里一个特点就是出现探讨老子哲学与儒家哲学关系的论

文。这是在郭店版本出现以后学术界的又一个新的关注点。与此有关的论文有：

尹武学的《<老子>版本与儒家伦理》（《东洋哲学研究》第 51 辑，2007. 8. 

28），吴相武的《再论 <老子 >的儒家观》（《东洋哲学》第 26 卷，

2006.12.31），黄熙景的《郭店出土的儒家文献的思想史上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时代与哲学》第 18 卷 3 号），还有郑炳硕的《性自命出的性情说》（《哲

学论丛》第 43 辑， 2006. 01. 29），等等。 
                                                        
① 探讨老子哲学与先秦儒学关系的论文有： 
尹武学，《<老子>版本与儒家伦理》，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51 辑，2007. 8. 28。 
吴相武，《再论<老子>的儒家观》，载《东洋哲学》第 26 辑，2006. 12. 31。 
黄熙景，《郭店出土的儒家文献的思想史上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载《时代与哲学》第 18 卷 

3 号。 
郑炳硕，《性自命出的性情说》，载《哲学论丛》第 43 辑， 2006. 0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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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相武则比较了郭店本和通行本，认为虽然二者并非完全一致，但二者对儒

家都持折衷的态度。即是说通行本直接、具体提到儒家的统治方法，并且对此进

行了辛辣的批评，但是，与此相反，郭店本虽然也主张作为统治方法的儒家比道

家低劣，而且还批评其人为的统治方法，但并非具体说明并且批评儒家的统治方

法。所以说，对于统治方法而言，与郭店本相比，通行本所具有的敌对性质更加

明显。 

郑炳硕则探讨了郭店本里具有哲学内涵的《性自命出》这一部分所体现出的

心性论。一般来说，先秦儒家的心性问题是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开始，

到孟子则是以心、性、情为主要内容的人性论。但是郭店本的发现则证明了在孟

子以前的早期儒家里就已经对人的性情和心理进行了十分成熟的研究。此论文分

析了《性自命出》里所体现的性、情、心和心术等心性论的概念所包含的特点，

而且还分析了其在儒家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里所具有的意义。在此分析的基础上

还对《中庸》和孟子的人性论进行比较，进而考察《性自命出》到底属于哪一学

派。以往的先秦儒学心性论的研究一般都停留于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但是

以郭店本为基础的研究则克服了此局限性，扩大了其研究领域。即是说，郭店本

的发现证明了在孟子以前的先秦儒家里就已经对人的性情和心理进行了相当成熟

的研究。作者认为对于性与情的关系而言，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强调“性善情

恶”，但与此不同，郭店本则重视“重情的”倾向，这又与心有关。作者的这一

论文对于先秦儒学心性论的研究而言，摆脱了以孟子、荀子为主的研究，提示出

更为广泛的研究道路，对于日后先秦儒学心性论的研究，会产生巨大影响。 
 

（三）与易学有关的研究动向 
 

易学研究①是许多研究学者们比较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所以将此包含到先秦

                                                        
① 从 2005 年 11 月到 2007 年 10 月为止有关易学的研究论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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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研究动向里加以研究。金圣基的论文①介绍了与殷代的易，归藏易的出土

有关的一手材料，这也许与先秦儒学无关，但却开创了易学研究的新领域，对易

学研究发展具有很大贡献。金圣基认为归藏易的出土，证明了其可靠性，但是其

思想史上的意义，应该通过更加准确的内容分析，有必要等待答案，直到公开全

部材料。 

                                                                                                                                             
金演宰，《〈易传〉的“易道”以及和谐观》，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44 辑，2005.11.28。 

李善庆，《易的坤卦与儒教生活的完成——以坤卦的儒教宗教性和人文精神为中心》，载《哲

学》85 辑，2005.11.30。 
林炳学，《〈周易〉的变化之道和时间性原理》，载《东西哲学研究》第 38 号，2005.12.31。 
郑炳硕，《〈周易〉的三才之道与天生人性 ，载《儒教思想研究》 第 24 辑，2005.12.30。 
千炳敦，《〈周易〉占卜的意义》，载《东洋哲学》第 26 辑，2006. 12. 31。 
金圣基，《归藏易的出土及其易学史的意义》，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48 辑，2006.11.28。 
金应鹤，《易的阴阳论与书法的相互关系》，载《东洋哲学研究》 第 48 辑，2006. 11. 28。 
洪淳穆，《〈周易〉的思维原理以及伦理思想》，载《精神文化研究》105 号，2006. 12。 
李章熙， 《The Concept of Harmony(ho 和) in Iching(易经) and Chung-yung(中庸)》，载《国际

中国学研究》第 9 辑，2006.12.30。 
金演宰，《周易的艺术生命精神》，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25 辑，2006.04.30。 
李铉中，《易学的理论体系》，载《泛韩哲学》第 40 辑，2006.03.31。 
金京一，《〈易经〉的既济、未济的特点》，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47 辑，06.08.28。 
金益洙，《周易系辞传释义研究 (2)》，载《韩国思想和文化 》第 36 辑，2007.01.31。 
金益洙，《周易系辞传释义研究 (4)》，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29 辑，2007. 08.30。 
郑炳硕，《易传道器结合的圣人观》，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28 辑，2007. 04. 30。 
郑炳硕，《周易治疗的含义》，载《哲学论丛》第 48 辑，2007. 04.30。 
尹锡珉，《〈易纬〉太易虚无 》，载《东洋哲学》第 27 辑，2007. 07.31。 
尹锡珉，《王弼〈周易注〉解经方法论及其渊源》，载《东洋哲学》第 26 辑，2006. 12. 31。 
李明洙，《〈周易〉的自然观与谭嗣同的“通”的思想》，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49 辑， 

2007.2.28。 
林炳学，《系辞传第 5 章历数原理》，载《泛韩哲学》第 45 辑，2007. 06. 30。 
金演宰，《从乾坤的合一看〈易传〉审美的人类学》，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28 辑，2007. 04. 

30。 
崔一凡，《〈周易禅解〉研究》，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29 辑， 2007. 08.30。 
郭信焕，《周易的变通与改革思想》，载《儒教思想研究》第 29 辑， 2007.08.30。 
① 金圣基，《归藏易的出土及其易学史意义》，载《东洋哲学研究》第 48 辑，200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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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基本上承认差异、不同，但同时又具有统合的、总体的原理。这是

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金演宰的《从乾坤合一看<易传>的审美的人类学》

（《儒教思想研究》第 28 辑），郑炳硕的《易传道器结合的圣人观》（《儒教

思想研究》第 28 辑），洪淳穆的《<周易>的思维原理以及伦理思想》（《精神

文化研究》冬季号 第 29 卷 第 4 号）等都属于这一类。金演宰在《从乾坤合一

看<易传>的审美的人类学》（《儒教思想研究》第 28 辑）中根据阴阳范畴，通

过乾坤合一这一感应的方式，考察了万物的生成和变化，还讨论其生命性的原理

及其方式，这里通过乾坤合一的方式很好地说明了《易传》这一审美的人类学的

形成过程。 

除了讨论《周易》基本原理的论文以外，还有探讨别的主题的。例如探讨治

疗意义的论文有郑炳硕的《周易的治疗意义》（《哲学论丛》第 48 辑）和金应

鹤的《易的阴阳论与书法的关系》（《东洋哲学研究》第 48 辑）等。郑炳硕认

为，对《周易》的卦爻或者句子的解释，开启了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对于《周

易》“固定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周易》具有自由的开放性，虽然《周

易》起源于占卜，但并非只说明人的被决定了的命运。金应鹤则认为，易的生生

的生命哲学和阴阳相互作用而变化的辩证思想的易思想，对东方哲学里所强调的

不同对象之间相互交感的作用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书法也具有巨大影响。 

李善庆在《易的坤卦和儒教生活的完成：以坤卦的儒教宗教性和人文精神为

中心》（《哲学》85 辑，05.11.30）中重新解释了坤卦的含义，对其赋予积极的

意义，目前为止相对于乾，被定义为附属的、被动的女性的坤卦，将其重新解释

为是超越了性别的普遍的价值。此论文的创新点就在于试图摆脱以往认为周易维

护了男尊女卑的价值观。 

金演宰在《<易传>的易道与和谐观》（《东洋哲学研究》第 44 辑 , 

05.11.28）中则论述“易道”怎样通过和谐观表现出来。其宗旨就在于“易道”

按照阴阳合一的方式（“一阴一阳之谓道”），体现为万物生命性的化合原则

（乾坤之道），并且将此原则扩充为人的道德的境界，成为人终极道德纲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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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所在。在《易传》里以和谐观为基础确立了人道，即德性涵养问题，树立了道

德的人类观。此论文详细分析了易传，论证了以上内容的正当性。忠实于原典、

说明易传的核心，这就是此论文的优点所在，但是主题或内容多少有些平凡。 

金演宰在《周易的艺术生命精神》（《儒教思想研究》第 25 辑）则通过周

易说明美学范畴形成理论基础的过程。此论文主张《周易》生命性的原理“变易

的道”深层里内涵着对“和谐”的认识，阴阳范畴作用为生命性原理的机制，通

过此机制，生命精神高扬到更高的境地。作者认为生命精神高扬的境地成为美的

范畴化的核心内容，这就是所谓艺术哲学方法论的依据所在。此论文虽然试图在

周易里发现艺术的生命精神，这可谓非常新颖，但是用语和内容非常难懂，很难

理解。 

李铉中的《易学的理论体系》（《泛韩哲学》，第 40 辑）的目标就在于整

理易经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和核心。其要点：第一，易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体用构

成的。第二，表象体用结构原理的形式是三两原理。三是表象本体原理的形式，

两是表象作用原理的形式。第三，三两原理是通过干支度数，图书象数以及卦爻

象数来表象的。第四，三两原理的内容就是三极之道和三才之道。从阴阳合德的

观点表象三极之道的是干支度数，以体和用来加以区分开来的是图书象数。依据

干支度数及图书象数表象的三极之道的内容就是易数原理。三才之道则通过卦爻

象数表象出来，其内容就是性命之理。此论文虽然篇幅小，但是却比较系统地整

理出较复杂的易经结构，所以对于初学者学习易经有很大帮助。但是并没有给现

代人通俗易懂地介绍易经的内容，并没有出现某种问题意识或者对特定主题的批

评，算是比较普通。 

金京一在《<易经>的既济和未济的特点》（《东洋哲学研究》第 47 辑）

中，通过《易经》的既济卦和未济卦的关系来引出了相反相成的理论，又说明了

通过这一理论未济卦变成既济卦、既济卦变成未济卦，即相生当中存在相克理

论，相克当中又存在相生理论。作者的这种问题意识到后来发展成为将《易经》

的未济卦和既济卦的特点和道家思想相联系起来作研究的基础。林炳学在《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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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之道和时间性原理》(《东西哲学研究》第 38 号)里将易学的原理解释为

超时空的根本原理。此论文将易学变化原理看作是时间性原理，分析其具体的展

开情况，进而将易的原理与易数原理天道联系起来将其系统化，将以往易学理论

的外延更加扩大并且开展开来。 

 

四、结论 
 

以上考察了近两年来韩国学术界对先秦儒学的研究成果。如上所示，本论文

的目的就在于以登载于专业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为中心，考察 近两年韩国国内对

先秦儒学的研究动向。虽然本论文并没有将 近发表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囊括进

来，但通过这种分析，仍可以勾画出国内学术界对先秦儒学的研究状况。 

近对先秦儒学的研究从数量上并不逊色于其他时期的儒学研究，主题也非

常多样化。本文虽然没有仔细提到，但是专门探讨东方哲学的东洋哲学研究会和

儒教思想研究会的学术志，即《东洋哲学研究》和《儒教思想研究》就是研究先

秦儒学 多的学术刊物。《哲学》或者《哲学研究》则相对而言有关东洋哲学的

论文少一些，与先秦儒学有关的论文几乎不会登载。像《阳明学》一样专门研究

某一特定时期儒学的学会里，也几乎不会登载有关先秦儒学的论文。这里表明了

研究先秦儒学的学者们所都围绕着进行活动的学会。通过这些，可以大致了解到

现在韩国国内学会的研究动向。 

近先秦儒学的研究动向大致有如下倾向。研究孔、孟、荀及其思想，以及

他们思想所包含的哲学概念的论文仍占多数，这可谓是以往研究倾向的延续。而

且，以人物为中心的和对人物思想的研究仍然处于强势，但是却大大增加了寻找

新的研究主题、将其与现代话题结合起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试图

在现代社会里探索儒学的必要性和解决方案，以及寻找韩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性。 

 (作者系韩国 成均馆大学研究教授 / 姜雪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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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dency of  Pre-Chin Period Confucianism Research 

in Recent Domestic Professional Journal 
 

- Focusing on the articles from Nov. 2005 to Oct. 2007 - 
 

 

Kim, Seseoria 
 

This research observes the tendency of Pre-Chin period Confucianism research 

among the discussion on Confucianism deal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hilosophy during 

the recent 2 years.  

This is because Pre-Chin represents Confucianism as a whole and should be 

reexamined in relations with the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presented articles from Nov. 2005 to Oct. 2007 and  refers to the examination 

standards provided by the Confucian Research Evaluation Committee belong to 

Institute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This research centers on the articles 

from registered journals chosen by Korea Research Foundation. Analyzing only the 

articles related to Confucianism that are from registered journals comprises many limits.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most registered journals chosen by Korea 

Research Foundation is an active journals of academic association in current Korea. It 

is meaningful in a way that we can fi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at many domestic 

Confucianism related researchers are interested in. 
 

Key Words: Confucianism, Confucian Research Evaluation, Pre-Chin Confucianism, 

Tendency of research, Confucius, Mencius, Shu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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